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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会２００９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排名不分先后）

　　鸟类起源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鸟类起源于兽脚类恐龙

的假说得到了广泛承认，但鸟类起源研究方向依然存在许多

薄弱环节。徐星与合作者于２００９年在英国《自然》和《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这些问题上取得

了重要进展。化石资料显示，兽脚类恐龙在向鸟类进化当

中，其外侧两指退化；而现代发育学证据表明，鸟类手指是两

侧退化，保留了中间３指。徐星与合作者通过研究新疆侏罗

系地层中发现的泥潭龙，提出了一种外侧和两侧退化模式相

结合的新假说。此外，他还与沈阳师范大学胡东宇等人合

作，相继报道了产自辽宁中上侏罗统髫髻山组的近鸟龙化

石，和一种新的生有原始羽毛类型的北票龙，把鸟类起源的

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本项目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完成。

祁连山冻土区发现天然气水合物：天然气水合物又称

可燃冰，是由水和天然气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固态

物质，是地球上尚未开发的最大潜在新型能源。我国地质科

技人员在青海省祁连山南缘海拔４０６２ｍ的永久冻土带（青

海省天峻县木里镇）成功钻获天然气水合物样品，这是我国

首次在陆域冻土区发现天然气水合物，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在

中低纬度冻土区发现天然气水合物。与国外相比，祁连山冻

土区天然气水合物具有埋深浅、冻土层薄、气体组分复杂、煤

层气为主等明显特征，初步分析应为一种新类型水合物。此

次发现为我国天然气水合物调查、勘探、开发及研究提供了

试验基地，对认识天然气水合物成藏规律、改变我国能源结

构、寻找新能源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

产资源研究所等完成。

大型气田天然气成藏机理与富集规律研究：近年来，我

国在四川、鄂尔多斯、松辽、塔里木、吐哈、渤海湾等重点盆地

发现了一系列大型—特大型天然气气田，查明这些大型气田

天然气的成藏机理与富集规律，对进一步指导发现更多的天

然气田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本项目探讨了高压对液态烃

生成及其进一步裂解的作用、高成岩烃源岩的排烃机理，建

立了不同有机质的生烃动力学和同位素动力学模型，提出高

压对液态烃生成及其进一步裂解有抑制作用，使生烃高峰后

移，延长了油气的生成期，为深层勘探提供了理论支持；并认

为高—过成熟阶段生烃产生的超压是深层烃源岩排烃的主

要动力，微裂隙是高演化阶段主要的排烃方式。本项目由中

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完成。

矿产勘查中地球化学异常评价新指标及其应用研究：

同位素、硫（碲）、稀土元素等指标为地球化学异常评价提供

了更加系统全面的信息。发生贫化的元素与发生富集的元

素在地球化学勘查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综合利用元素的

富集和贫化规律构建异常结构模型，是实现地球化学异常评

价指标定量化的基础。这项研究成果不仅为大兴安岭中北

段异常成矿前景评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技术，更重要的

是丰富了地球化学勘查指标和方法技术应用基础理论，对促

进学科领域进步和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为地球化学异常评

价方法技术研究指明了方向。本项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

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完成。

西藏冈底斯东段铜多金属资源评价与新方法技术研究：

项目以边缘成矿理论和现代板块构造成矿理论为理论依据，

以地物化遥为综合评价手段，在东冈底斯成矿区段约２．０万

平方千米范围内开展铜多金属资源评价和勘查方法技术研

究，突破了传统认识，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冈底斯成矿带走

滑型陆缘成矿的新认识。创新性提出了“早期会聚走滑、晚

期离散走滑”的两阶段大陆边缘走滑转换成矿新模式。突破

冈底斯成矿带以斑岩型矿床为主要类型的单一思路，识别出

受碎屑岩—碳酸盐岩层间剥离断层带（拉分型转换构造）控

制的铜多金属矿成矿新模型，提出主攻斑岩—层矽卡岩复合

型富大矿的新思路，并在泽当矿田帕南验证孔发现多层厚大

（４０～２００ｍ）的隐伏钼钨矿体，有望成为我国新的重点斑岩成

矿区。本项目由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完成。

基于北斗一号卫星系统的地质灾害监测技术研究：在

传统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基础上， （下转第２８８页）　

４７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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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７４页）　　利用“北斗一号”卫星系统作为信息传

输系统，选择四川雅安、北京、三峡库区等有代表性的典型滑

坡、崩塌、地面沉降区和地震带作为示范区，进而建立我国滑

坡、崩塌、地面沉降、地应力实时监测系统，建立监测站点、地

区级（省、市或地区）、国家级三级地质灾害自动监测系统。

并针对我国地质灾害监测实际情况，进行了北斗通信系统的

研究、数据采集仪的研制、信息系统的开发等关键技术的研

究，提高对重点地区地质灾害的监测效率和预警能力。以北

斗一号卫星系统作为地质灾害监测数据传输方式，为地质灾

害监测开辟了一条新的数据传输途径。本项目由中国地质

环境监测院完成。

新型节水钻探工艺与设备研究：干旱区缺水地区找水，

钻机本身的用水就是一大难题。该技术以传统的钻机、泥浆

泵、动力机“三大件”和硬质合金、人造金刚石钻进为基础，研

发了基于孔底局部循环的新型节水钻探工艺，研发了潜水泵

式液动冲击器和节水钻探潜水泵等设备。实现了在几乎不

消耗地表水的情况下，保障正常钻进。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

干旱地区或交通不便供水困难地区的各类钻孔，能有效解决

日益突出的因缺水而无法正常钻探的难题，应用前景十分广

泛。该技术在青海、宁夏、河南、内蒙古等地的示范应用中取

得显著效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两项。本项目由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完成。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地浸砂岩型铀矿时空定位和成矿机

理研究：鄂尔多斯盆地为叠加复合形成的大型盆地，燕山运

动对东胜大型砂岩铀矿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晚期的新构造

活动对东胜铀矿床的叠加改造具有重要影响。该项目取得

的成果，扩大了铀资源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所

阐明的铀成矿机理和建立的成矿模式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

国砂岩型铀矿成矿的理论，而且对找矿有重要推广意义和实

际应用价值。本项目由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等完成。

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调查与评价：通过对华北平原区

１５２５８６ｋｍ２ 开展的１∶２５００００，和对重点地下水污染区开展

的１∶２５００００地下水污染调查发现：不用任何处理可直接可

以饮用的地下水（Ⅰ～Ⅲ类）占３６．４９％，经适当处理可以饮

用的地下水（Ⅳ类）占２４．２５％，有３９．３７％的地下水受到污

染，不能直接利用（Ⅴ类）。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的特点：一

是污染指标多；二是多为点状污染，分布广，多集中在城市周

边和重化工开发区及影响带范围内；三是以浅层地下水污染

为主。这项成果对华北地区地下水本项目由中国地质科学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等完成。

南秦岭主要构造岩带形成时代研究新进展：南秦岭从

甘肃的康县、徽县到陕西的略阳、勉县、留坝、城固、洋县、石

泉、汉阴旬阳一带，广泛分布一条由白水江群、三河口群和人

河坝群组成的志留系岩带，该带岩石类型多变，构造类型复

杂，时代不明。通过研究在变质哑地层中发现众多微体化

石，为重新厘定地层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使南秦岭的地层

时代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本项目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完成。 （孟庆伟　供稿　　章雨旭　编辑）　

８８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０年




